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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区公安局长
坝派出所常驻大洞河警务
室三级文职辅警冉进川在
派出所里办完事后就匆匆
赶回了距派出所 20 公里外
的大洞河警务室。这处一
个人的警务室他已经坚守
了13年。

13 年坚守在一个警务
室，13 年始终如一守护着大洞河乡 62.7 平方公
里、近 4000 人。曾有人劝他，大洞河山又高、路
又远，一到冬天下雪还要封路，你要不考虑换一
个地方上班？面对别人的劝说，他只是笑笑的
回答：我走了，这里的老百姓找谁呢，总得有人
为他们服务呀。

10年，上门为200余名村民采集办理身份证
“来准备，我们开始了，脸部慢慢向右侧偏

一点、下巴收一点，挺胸、平视镜头，别眨眼，放
松，预备，好。”

近日，在大洞河乡幸福村村民杨某家中，大
洞河警务室辅警冉进川一边提醒被拍照人，一
边抓住时机，按动了快门，只听照相机内传出

“咔嚓咔嚓”的声音，一张标准身份证照片采集

完成了。
原来，杨某的母亲因为身份证丢失，导致其

看病、领取老龄补贴等方面受限，想补办身份
证，可她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希望冉进川帮忙想
想办法。

了解情况后，冉进川立即与杨某预约好时
间，提供上门办证服务，并于当日下午驱车前往

幸福村为其母亲采集
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
信息。因杨某母亲行
动不便，冉进川耐心
地为其照相、采集指
纹信息，十多分钟后，
身份信息采集工作顺
利完成，离开时冉进
川还表示会尽快将身
份证送到她们手上。

“ 早 些 年 大 洞 河
乡交通还不大方便，
村里一些距场镇较远
又极度晕车的老年人
需要办理身份证件成

了他们的一大难题。”冉进川告诉记者。
鉴于此，冉进川便决定骑摩托车到村里为

他们采集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信息，等身份证
办下来之后又送到他们手上，这一坚持就是 10
年。

十年间，冉进川骑车上门为大洞河乡 200 余
名老年人采集办理了二代身份证，去过最远的
红宝村单程就要近 2 个小时。“送证上门、绿色
通道不仅拉近了警民距离，也提升了当地老百
姓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13年，能道出全乡80%家庭基本情况
大洞河乡作为偏远乡镇，山高岩陡、人口分

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警务室上班的冉进
川，办案或者做任何工作都是靠双腿跋山涉水、

跨沟过桥来完成。即便如此，大洞河乡 3 个村
16个村民小组，他也不知走了多少遍。

如今，大洞河乡交通比以前方便了很多，每
次开车回大洞河乡，只要没有紧急事情处理，冉
进川总是将车开得特别慢，不断地跟来往的车
辆、路上的行人亲切地打着招呼，一路下来，他
嘴里的“叔爷”“老表”“大娘”都没有停过。

“在大洞河的 13 年时间里，老百姓和我是越
来越熟悉，我对他们的情况也是如数家珍，大洞
河乡 80%家庭的基本情况我都能道出一二三。”
说起这个，冉进川很是自信。“每个村旮旮角角
人家的居所，我也都清楚得很，我都成了这里的

‘活地图’了。”
这幅“活地图”，也是冉进川在持续推进“一

标三实”信息采集工作中用脚步绘制的。“一标
三实”信息采集中，冉建川每天都要步行 20 余
公里的山路到达每个村民的家中标点定位采集
信息。白天由于村民大多都外出务
农，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冉进川
只能利用下班时间上门走访，采集信
息期间，半夜 12 点回到警务室是常
事。

在冉进川的努力下，他如期完成
了大洞河乡 1174 条门楼牌的标注，录
入户型图1418条。

连续3年 电信诈骗0发案
2022 年 9 月中旬，长坝派出所接

群众报警称其位于大洞河乡红宝村
家中的一袋约 50 斤重的干黄连被人
偷走了，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侦查
工作。由于失窃群众家住偏僻，没有
视频监控设备，现场没有发现相关证
据线索，侦查一时陷入僵局。

鉴于自己对大洞河乡情况的了
解，冉进川主动请缨，将排查范围扩
大至周边五公里以内，大量走访周边

群众、查看沿途居民监控，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并于次日中午将其一举抓获，被盗的价值
8000余元的干黄连也全部追回。

“坚守在边远乡镇的警务室必须耐得住寂
寞、甘于平凡，还必须将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
宣传到位，做事讲方法、讲技巧、讲策略。”

近两年，电信诈骗案件频发，怎样才能提高
大洞河乡村民的反诈意识，帮助村民守好“钱袋
子”，预防和减少诈骗案件的发生，冉进川有他
自己的办法。

他自掏腰包买来录音扩音器，将防范电信
诈骗的知识录入进去，只要一有机会下乡，他就
打开扩音器，边走边放，让村民了解反诈知识，
经过冉进川的长期努力和真情实意，大洞河乡
老百姓反诈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大洞河乡
已经连续 3 年实现电信诈骗 0 发案。”冉进川
骄傲地告诉记者。

13年坚守在这个警务室
——记区公安局长坝派出所常驻大洞河警务室三级文职辅警冉进川

本报记者 张再行

2022年8月，山东省济南西城实验中学教师
王东宽毅然决然背上行囊，来到 1400 余公里外
的武隆支教，这是他在2011 年支教新疆后，开启
的第二次支教工作。

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幼小的孩子，妻子又
在外地上班，且有过支教经历的王东宽完全可
以不用去武隆支教，可为什么他还要主动请缨
前往。对于两次支教经历，王东宽给出了这样
的答案：“老师该是什么样子？国家需要我们做
的是什么？支教的经历恰恰给了我思考和行动
的空间。”

首赴塔城，一片赤诚洒边关
2010 年，在辽宁省本溪市第一中学工作的

王东宽经过层层筛选，成为该省第一批对口支
援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援疆教师。

“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援疆无小事，支教
无小事。”2011 年 2 月，跨越 5000 公里距离，王东
宽来到位于新疆最西部的托里县，彼时的北疆，
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沙漠上铺满了厚达 1 米多
的积雪。“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与内地相
差很大，但这正是援疆支教的意义所在。”面对
这恶劣的自然环境，王东宽没有退缩，相反他还
暗自下定决心，就算再苦再累也要把支教工作
做好。

援疆期间，王东宽在担任理科组组长的同
时兼任着班主任工作，他所带班级的 45 名学生
由 17 个民族组成，由于民族习俗不同，加之学
生多习惯说少数民族语，教学工作复杂且难度
大。

“普通话与民族语”“大美新疆”“五十六个
民族是一家”“好习惯与人生……”针对这个特
殊的班级，王东宽创设性地开设了丰富的主题
教育班会，串联起学生成长的精神链条，引导学
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增强了学生对祖国大
家庭的认同感。

“多亏王老师及时送孩子来医院，才保住了
孩子的胳膊。”王东宽虽是男老师，但他却很细
心，援疆期间，班里有名大夏天还穿长袖衬衣的
小古同学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因为小古胳
膊骨折担心无钱医治而想瞒着家人和老师，了
解情况后王东宽立即带着小古才到医院治疗，
这才让他的胳膊及时得到了治疗。

在托里的 2 年时间里，像这样的事，王东宽
做过很多，他也逐渐成为了学生、家长最信赖的
贴心人。他所带的班级更是创造了当地高考的
历史最佳纪录，成就了一批优秀的新疆孩子。

援疆结束了，但信任并未结束，经过两地政
府协调，随同第一批援疆教师回来的还有 6 名
新疆学生，他们将在辽宁培养三年，王东宽又成
为了他们的生活班主任。经过三年培养，6 位同
学都被重点大学顺利录取，其中一位同学还考
取了北京大学。

情系巴渝，毅然走上二次支教的路程
2014 年，王东宽通过公开招聘回到了家乡

山东省济南市，成了济南西城实验中学的一名
教师。虽然妻子仍在150公里外的济宁工作，但
比起辽宁，距离缩短了近 10 倍。回到济南后，
两个孩子跟随着他在济南生活，这样的日子王
东宽很是满足。

可平静的生活刚刚过了几年，新的挑战又
摆在王东宽面前。

在国家开展东西部协作工作大背景下，济
南市教育局以“武隆所需，济南所能”的诚意，

“组团式”推进与武隆的教育协作。2022 年 8 月
底，王东宽所在的济南西城实验中学也接到要
选派一名生物教师赴武隆支教的重要任务，几
天后就要出发。

考虑到王东宽家庭实际，学校最初并未将
他纳入考虑人选，但生物组绝大部分是女教师，
且多人处于孕期、哺乳期或孩子幼小，派谁去？

学校为了难。
“去支教没谁比我更合适，家里的困难我想

办法克服。”王东宽主动找到学校负责人。随
后，他将 70 多岁的父母接到济南照顾 5 岁的孩
子，自己则毅然走上了二次支教的路程。

来武隆支教的王东宽身兼数职，除了担任
济南市“协作团队”的联络员外，他还承担起武
隆中学“鲁渝协作班”和“清北班”生物教学和援
派班主任工作。

可第二次支教，王东宽这个老师傅却遇到
了不少新问题。

武隆人基本都说方言，语言沟通成为障碍；
这里有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交往也要注意
民族融合；地域不同、生活习惯、风俗文化也有
很大差异。

面对这些，王东宽没有半点退缩，为近距离
了解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况，王东宽常常利用假
期和周末时间跋山涉水走访学生家庭，为了鼓
励学生努力学习，他还自己出资以奖学金形式
对品学兼优学生进行奖励……慢慢的，同学们
越来越喜欢王东宽。

倾心教研，树起“鲁渝协作”支教典范
来到武隆后的王东宽牢记济南市教育局的

嘱托，主动了解武隆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理
念，了解老师们的业务需求。经过长期与老师、
学生深入交流，王东宽发现学生
们最受困扰的学习习惯是被动接
受知识，老师们最大的困惑是不
能将先进的理念和实际的课堂教
学联系起来。

“研而不教则空，教而不研则
浅”。针对武隆教学教研现状，王
老师并没有直接给老师们提出建
议，而是从自己的课堂开始，尝试
探索以学生活动为中心的、让课
堂成为可学、能学、学之会用、用
之有效的“任务驱动”教学模式。
他还多次为武隆区教育系统送
课、评课和研讨交流，向老师们展
示“任务驱动”模式的备课、上课、
评价等具体可操作性的做法，老

师们纷纷称赞“任务驱动”模式很具创新性和实
用性，解决了从老师教转化到学生学的课改难
题。

2022年9月，王东宽被武隆区教师进修学校
聘为“国培计划”指导教师；2022 年 11 月，在武
隆区教委的推动下，成立了武隆中学“王东宽高
中生物名师工作室”。工作室制定了三年规划
主要研究项目“任务驱动”教学模式推广、“高阶
思维”的教学研究、“高考试题命制”研究。老师
们也纷纷主动报名参加，积极上新课改展示课，
现在工作室的老师们已经能独立备出“任务驱
动”模式课例，熟练操作“任务驱动”式课堂教
学，形成了学生思维活跃、师生风采共同绽放的
课堂新模式。

王东宽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引领着武隆教
学，在进行的 6 次渝东六区联合考试中，他所带
班级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所创立的“任务驱
动”教学模式已在武隆生根发芽。与此同时，在
他的协调推进下，武隆中学与济南西城实验中
学建立起“高中生物孪生学科组”，除了线上联
合教研，双方还互派教师跟岗学习，更深更广实
现跨区域合作。

不久前，武隆教师到济南西城实验中学参
观，当得知王老师被学校推选参加齐鲁最美教
师和教书育人楷模评选时，大家激动地说，我们
武隆教师一定要为王老师加油、点赞。

一片师者心 两轮支教情
——记济南援武教师王东宽

本报记者 张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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